
科教版五年级科学上册 

第三单元《计量时间》教案 

 

“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的流逝可以通过其他物体有规律的运动

来计量，所以本单元学习“计量时间”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认识“具

有一定周期性运动的事物可用于计时”的过程。本单元设计了使用一些具有代表

性的测量时间的仪器做实验的探究活动，从燃香钟、水钟到机械摆钟，使学生在

“创造”(制作)计时工具的实践中，了解人类计时仪器的发展史，体会发明和技

术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变化。本单元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 1 课主要通过引导学生关注、研究“现代钟表发明之前，古人如何计时？”

的问题，并通过对燃香钟进行探究和研讨，使学生体验到生活中计量时间是非常

有必要的，进而激发学生寻找计量时间方法的兴趣，为后续的课堂教学做好铺垫。 

第 2～3课是完整的技术与工程的教学。在两节课的时间里，学生完整地经历

了产生需求—设计方案—制作—评估与改进的过程，将自己简单的创意转化为实

物，体会完成一项工程的基本过程，进而收获进步的成就感。 

第 4～6课主要研究机械摆钟。机械摆钟计量时间的精确度比水钟更高，背后

蕴含的科学概念也更加抽象复杂，因此通过大量对摆的探究实验，让学生逐步理

解并应用摆的等时性，同时认识到机械摆钟的出现，使人类计时工具有了划时代

的进步。 

第 7 课引导学生调查人类计时工具的演变，归纳并初步发现自然界一些周期

性运动的事物可用于计时。这节课既对前面六节课的内容进行了梳理，也鼓励了

学生要保持对时间的思考，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需要更加精确的计时

工具。 

 

对于学生来说，“时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事物，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时

间的流逝中生活和学习。但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怎么能够对“时间”进行

研究呢？学生需要明白“事物有规律的运动”是帮助我们计量时间的关键，而探

究水流动的规律和单摆的等时性对五年级的学生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学生

需要克服反复实验的枯燥，其次要尽量精确地测量，最后要分析数据总结规律。

所以，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非常重要，学生只有对研究产生了兴趣才会精益求精

地反复求证，才会更加关注和思考日常生活中有关时间的现象。 



 

1．创设有效情景，引导学生探索、研讨及拓展。这一单元的内容比较难且枯

燥，无效的问题无法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创设有

效情景，使学生在有效问题的引领下提升探究兴趣，自觉主动地进行观察、思考、

记录、交流研讨等活动，并通过提供的材料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师生互动、尝试

解答问题，从而提升科学核心素养。 

2．搜集相关资料，指导学生阅读、实验和制作。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按照从

古至今人类计时方法的发展脉络搜集资料，指导学生查阅资料、观察实验、设计

制作并研究太阳、水流、摆等事物的运动规律，体验古人运用事物变化的规律探

索计时方法、制作计时工具的过程，从而发展工程思维，体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对

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 1 课 时间在流逝 

(教材 P40～42) 

授课时间：______________        累计    1    课时 

课题 时间在流逝 课型 新授课 

教学 

目标 

科学知识目标 

1.知道古人利用天体的运动规律计时。 

2.知道在一定的条件下，燃香变短的速度基本是均匀的，可以用来计时。 

科学探究目标 

1.能搜集古人计时方法的资料并进行交流。 

2.能观测并记录燃香时间的相关数据。 

3.能就“蜡烛可以计时吗”这一问题结合实验进行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 

科学态度目标 

有关注计时方法的意识和兴趣。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了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计时工具。 

教学 

重难点 

重点：观察研究“一炷香”的时间。 

难点：探究事物在一段时间间隔内发生有规律的变化所需的时间是否一

致。 

教学 

准备 

为学生准备：秒表、香、火柴、记号笔、学生活动手册。 

教师准备：班级记录表、教学课件。 

流程 教学设计 二次备课 

聚焦 

1.引入：同学们，现在几点了？(教学提示：学生可能会看教室

里的挂钟或自己的手表回答。) 

2.揭题：现在我们只需看一眼钟表就能知道时间，可在钟表发

明之前，人们又是怎么知道时间、如何安排生活和劳作的呢？

从本次课开始我们将开展对时间的探索。(板书：时间在流逝) 

【设计意图】先让学生体验在现代社会人们感知“时间”的方

法，然后直接把话题聚焦到“在钟表发明之前，人们是怎么知

道时间、如何安排生活和劳作的呢？”这一主要问题上来，引

导学生迅速进入思考状态。 

 

探索 

与研讨 

探索一：根据自然现象判断时间 

1.布置任务：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并完成调查表。 



探索 

与研讨 

 

2.展示：结合学生的调查表，展示事先准备的一些可以用来判

断时间的自然现象的图片，并作简要讲解。 

3.小结：在远古时代，人类用天上的太阳来计时。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昼夜交替自然而然成了人类最早使用的时间单位。 

探索二：古人利用太阳计时的方法 

1.阅读：出示日晷和圭表的资料，引导学生认真阅读并理解。 

 

 



探索 

与研讨 

2.小结：古人利用太阳进行计时的仪器有日晷和圭表。日晷是

利用阳光下物体影子方位变化的规律发明的计时仪器，圭表是

古代科学家发明的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 

探索三：观察研究“一炷香”的时间 

1.提问：你们看过燃烧的香吗？（预设：有；没有。）那你们

有注意到香燃烧的速度吗？（预设：没有；有，它燃烧得很慢。）

它是均匀地变短呢，还是忽快忽慢地呢？让我们亲自来观察一

下吧！ 

2.布置任务：指导学生分组实验并完成实验帮助卡。（教学提

示：让学生在开始实验前先练习秒表的使用。）

 

3.统计：将各小组记录的数据汇总在班级记录表中并投影展

示。  

4.提问：观察每组测量的燃香时间，你们有什么发现？(预设：

第 3 组和第 4 组测量的每一小段的燃香时间差别较大，其他小

组每一小段的燃香时间比较接近。） 

5.追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每一小段的燃香时间差别较大

呢？（预设：可能是因为读数不准确；可能是因为把香分成四

段时没有分均匀；可能是香已经开始烧了，但秒表还没开始计

时；……） 

6.小结：在一定的条件下（燃香粗细均匀，没有风吹等外在干

扰因素），燃香变短的速度是均匀的，可以用于粗略的计时。  

 



 

探索 

与研讨 

7.研讨：蜡烛可以用来计时吗？(预设：蜡烛和燃香很像，如果

按需求分成几小段，在一定的条件下每一小段燃烧的时间应该

差不多，所以可以用来计时。) 

【设计意图】先通过搜集、交流古人利用太阳计时的方法和事

例，再观察研究“一炷香”的时间，使学生产生对计时方法的

探索兴趣，最后通过研讨“蜡烛可以用来计时吗？”使学生运

用已经获得的知识去分析类似的现象，加深对“古人利用事物

有规律的变化来计时”的理解。 

 

拓展 

与小结 

小结：古人最早根据太阳的升落来判断时间，后来根据日影的

变化规律发明了日晷和圭表等计时仪器，也利用燃香等进行计

时，这些计时方法都利用了事物有规律的变化。 

板书 

设计 

3.1 时间在流逝 

古代计时

错误! 

教学 

反思 

  “时间”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但要问

“时间”是一种怎样的“东西”，他们就不那么好回答了。因

此，作为本单元的起始课，先了解学生对时间概念的感知，再

直接把话题聚焦到“在钟表发明之前，人们是怎么知道时间、

如何安排生活和劳作的？”这一贯穿整个单元的主题上来，从

而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引导学生迅速进入思考研究的状态。

然后引导学生交流在没有任何计时工具时，人们如何根据自然

现象判断时间，并通过阅读资料，了解古人利用太阳进行计时

的方法和事例，并初步意识到太阳的运动以及引起的影子等事

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是可以用来计时的。最后指导学生探究

燃香变短的速度是否均匀，引导学生从“每一小段燃香燃烧所



需的时间是否一致”“影响某一运动变化的时间相同与否的因素

有哪些”等方面来分析实验结果，并通过研讨“蜡烛可以用来

计时吗？”把燃蜡和燃香的情况进行类比推理，培养学生对计

时方法的兴趣和逻辑思维能力，从而圆满地完成本课各项教学

目标。 

课后 

作业 
见对应课时训练。 

 

科教版五年级科学上册第三单元 

第 2 课 用水计量时间 

授课时间：______________        累计    1    课时 

课题 用水计量时间 课型 新授课 

教学 

目标 

科学知识目标 

知道初始水位高度和孔径不变，流出相同水量所需的时间一致；保持

水位高度不变，水流的速度不变。水流的这一特点可用于计时。 

科学探究目标 

1.能通过实验发现影响水流速度变化的主要因素。 

2.能通过观察古人利用流水计时的装置，结合自己的实验探究，理解

这些装置计时的方法。 

科学态度目标 

1.理解古人的聪明才智，对古人的智慧创作产生敬佩之情。 

2.在观察和记录实验数据时能始终保持严谨细致的态度。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了解社会的发展会带动计时工具的进步。 

教学 

重难点 

重点：观察水流速度及测量水流速度的变化。 

难点：理解水位高度会影响水流速度以及古代水钟的计时原理。 

教学 

准备 

为学生准备：铁架台(带铁圈)、能容纳 200 毫升水的透明塑料瓶、记

号笔、工字钉、秒表、200 毫升量杯、透明水杯、抹布、学生活动手

册。 

教师准备：教学课件、学生实验材料。 

流程 教学设计 二次备课 



聚焦 

1.回顾：出示日晷、圭表、燃香等古代计时工具的图片，

引导学生回顾上一课所学知识。 

2.讲解：(教学提示：出示教科书中“古代的水钟”图片。)

这是古代计时用的一种水钟，在中国又叫作“刻漏”或

“漏壶”。水钟有两类，分别是泄水型和受水型，图中所

示的是较为广泛使用的浮子上装有漏箭的受水型漏壶。 

3.揭题：水真的可以用来计时吗？古代的水钟又是怎么来

计时的呢？本节课将带领大家探究其中的智慧与奥秘。(板

书：用水计量时间)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水钟激发学生对本课的探究兴趣，

再通过提问引发学生思考，为探索环节做好铺垫。 

 

 

探索与

研讨 

探索一：观察水流的速度 

1.提问：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燃香是利用“变短的速

度是均匀的”来计时的，那么你们猜测一下，水流的速度是否也

均匀呢？（预设：是；不是。）让我们来观察一下。 

2.布置任务：指导学生分组活动并完成活动帮助卡。 

 
3.过渡：好像大家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呢！接下来我们就

用秒表来准确地测量一下。 

探索二：测量水流的速度 

1.布置任务：出示秒表，指导学生分组实验并完成实验帮助卡。 

 



 
2.小结：当孔径大小和初始水位高度不变时，流出相同多的水，

所需的时间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水流帮助我们粗略地计

时。 

3.过渡：如果要计量更长的时间呢？(预设：需要流出更多的水。)

那么水继续流出至 100 毫升、150 毫升，所需的时间会是多少呢？

探索三：测量水流速度的变化 

1.活动：引导学生根据在探索二中测得的数据，推测量杯内的水

积聚到 100 毫升、150 毫升时，分别需要的时间，并记录到《学

生活动手册》中。 

 

探索与

研讨 

2.布置任务：指导学生分组实验并完成实验帮助卡。 

 

 



集体汇报帮助卡 

况。 

小组 我们组测量出量杯中的水积聚到 50 毫升所用的时间是 30

秒，推测水积聚到 100 毫升和 150 毫升所需的时间分别是 60 秒和

90 秒，但实际测得的时间分别是 64 秒和 103 秒。由此我们得出结

论：水流的速度不是均匀的。 

主持人：其他小组对小组 1的结论有不同意见或补充吗？ 

小组 2：我们同意小组 1的结论，另外补充：水流速度的大小与水

位有关，我们在实验中发现，随着瓶内水位的下降，水流的速度越

来越小。 

主持人：谢谢大家的发言，汇报活动结束。 

4.小结

速度会减小。 

探索四：观察古代水钟 

1.活动：出示古代水钟示意图，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并交流讨论水钟

是如何计时的，其各构件的设计中包含了哪些原理。

 

探索 

与研讨 

2．讲解：水钟的计时原理是利用水滴以固定的速度滴入圆

筒，使得浮标随着水量的增加而逐渐上升，从而显示时间。

由于水流的速度不均匀，需要保持水位不变才能保证水均

匀地流下，于是聪明的古人设计了盛水漏斗边上的泄水孔

来保持水位不变，还设计了漏斗中的锥体来控制流水孔的大小。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先通过“观察水流的速度”和“测量水流的

速度”两个活动来探究和认识利用水计时的原理，再通过第三个实

验发现获得的结论与前面的结论相互矛盾，以此撞击思维，引导学

生注意到水位变化会导致水流速度变化，进而理解古代水钟的设计，

对古人的智慧创作产生敬佩之情。 

 



与小结 

小结 水流可以用于计时，当孔径大小和初始水位高度不变时，

流出相同多的水所需的时间也相同。 

(2)水位高低的变化会引起水流速度的变化。水位高时，水流速度快；

水位低时，水流速度慢；水位保持不变时，水流速度也保持不变。 

板书 

设计 

 用水计量时间 

相同装置、同等水位、流出等量的水，时间基本相同 

水位高→水流快；水位低→水流慢；水位不变→水流速度不变 

教学 

反思 

  

孔径大小相同，这样学生会发现“相同装置，同等水位，流出等量

水的时间基本相同”。若小组间测得的时间有较大差距，要让学生

知道是由于孔径不同造成的，这样也能使学生明白“不同装置，同

等水位，流出等量水的时间不同。”实验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注意力

集中，组内成员默契合作。本节课先回顾上节课学过的古人计时的

方法，让学生加深对“古人是通过寻找自然界有规律运动的物体或

事件来帮助记录时间推移的轨迹”这一概念的理解，进而提出“水

是否以固定的速度往下流”的问题来引发学生思考。在“探索一”

中，通过“观察水流的速度”实验，有些学生可能认为水流速度是

均匀的，有些则认为是不均匀的，接着通过“探索二”中的“测量

水流速度”实验，他们会发现从塑料瓶中流出相同量的水所需的时

间基本是一定的，但是在“探索三”中又发现，水位不同，水流的

速度不同，并为进一步实现使水以固定的速度往下流找到了对策，

即保持水位相同。在获得这些知识以后，在“探索四”中再结合教

科书提供的古代“受水型”水钟的图片，来研讨“古人如何保持水

钟里的水以固定的速度往下滴”的问题便顺理成章，从而圆满地达

到本课各项教学目标。 



作业 
 

 

科教版五年级科学上册第三单元 

第 3 课 我们的水钟 

授课时间：         累计    1    课时 

课题 我们的水钟 课型 新授课 

教学 

目标 

科学知识目标 

知道水钟通过一定的装置，能够保持水在一定的时间内以稳定的速度往

下流，从而能用来计时。 

2.知道我们可以控制水流的速度，从而使水钟计时更加准确。 

科学探究目标 

1.能运用画图和文字描述的方法设计制作水钟的方案。 

2.能利用剪刀、塑料瓶等简单工具和材料制作一个简易的水钟。 

3.能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对自己的方案进行改进。 

4.经历思考方案—制订计划—实施方案—检验成果—寻找原因—改进完

善的探究过程。 

科学态度目标 

1.在制作水钟的过程中感受到科学制作带来的乐趣。 

2.体会到在科学研究中分工合作与和谐地开展探究都是很重要的。 

3.体验到完成一个科学制作需要不断重复实验，在实验中逐步完善。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经历一项工程的几个主要过程。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设计并制作水钟。 

难点：分析影响水钟计时准确性的因素，并进行改进。 

教学 

准备 

为学生准备：剪刀、美工刀、塑料瓶、秒表、记号笔、直尺、工字钉、铁

架台、透明胶带、学生活动手册。 

教师准备：学生实验材料、教学课件。 

流程 教学设计 二次备课 

聚焦 

任务 

1.引入：人们曾用一个底部钻有小孔的碗，放在水中，让碗慢

慢下沉来计量时间，我们可以做一个类似的计时器。  

2.揭题：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水可以用来计时，也了

 



一个计时 分钟的水钟。( )

 

  



与研讨 

设计方案 

出示  

2.提问：你们准备做一个什么类型的水钟？ )需要哪

些材料？(预设：塑料瓶、剪刀、工字钉、秒表、记号笔……)你们打

算怎样控制水流的速度？(预设：通过控制滴孔的大小和水位的高度

来控制水流的速度。)如何来划分 10 分钟的时间刻度？(预设：让水

一直滴 10 分钟，每隔一分钟画一条刻度。) 

3.布置任务：引导学生分组讨论设计方案，用图文结合的方式画出设

计图。 

 
4.交流：指导学生汇报交流各自小组的设计，互相点评补充，完善自

己小组的设计方案。(教学提示：设计方案是否完善是制作水钟的关

键，这部分要引导学生不断思考，完善设计，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操

作过程。) 

 制作 

1.提问：课堂上的制作时间有限，应该怎样更快地标出 1～10 分钟的

时间刻度？(预设：确定合适的滴水速度，由秒表计时，用记号笔在

塑料瓶壁上标出水流出 1分钟和 5 分钟时的刻度，然后依据水位推算

并标出 10 分钟内的其他时间刻度。) 

2.布置任务：分发制作材料，指导学生按照各自小组的设计图制作水

 



小或过大，孔过小会导致水流速度过慢，使容器中水位上升变慢，进

而影响标刻度时的准确性；孔过大则滴漏的水就容易很快到瓶盖。) 

 

布置任务：根据课堂实际情况，指导学生进行 1分钟、3 分钟和 6

分钟的计时准确性测试。 

 

 

 

2.交流：引导学生交流自制水钟的制作过程及计时的准确性。 

评估与改进

1.提问：你们的水钟制作简单吗？计时准确吗？(预设：我们的水

钟制作简单，但计时不够准确。）影响水钟计时准确性的因素有

哪些？（预设:有容器形状、刻度划分、滴孔大小、水位高低等因

素。） 

2.布置任务：指导学生改进各自小组的水钟。（教学提示：如果学

生想不出改进措施，可以将比较精准的水钟与出现问题的水钟对

比展示，让学生在观察中比较，在制作中学习。） 

 



 

 

拓展 

与小结 

1.提问：除了水，还可以用哪些能流动的物体来制作计时工具？

(预设：可以用沙制成计时的沙漏。) 

2.拓展：没有关紧的水龙头可以看成一个滴漏，如果每秒钟滴一

滴水，每滴水体积为 0.05毫升，请计算一年(365天)从这个水龙

头大约流失多少升的水？[预设：0.05×60×60×24×365＝1 576 

800(毫升)＝1 576.8(升)。]这些水直接浪费就太可惜了，所以大家

平时要注意关紧水龙头。 

 
板书 

设计 

3.3 我们的水钟 

原理：水滴以恒定的速度往下滴 

制作流程：  明确任务→设计方案→制作→测试→评估与改进 

影响准确性的因素：  滴孔大小、水位高低、水流速度、容器形

状、刻度划分…… 

教学 

反思 

  在前一课的教学中，学生完成了“观察水流速度”和“测量

水流的速度及变化”的实验，对将流水作为计时工具及其原理有

了一定的理解，也有了制作水钟的欲望和理论基础。所以，在本

课的教学中，首先直接向学生出示本课的任务，然后引导学生就



水钟类型、水钟计时原理、控制水流速度、刻度设置四个方面开

展讨论，建构水钟的理论模型，用画图的方式设计水钟。再引导

学生按照自己的设计加工、组装水钟，并且将做好的水钟与钟表

对照，根据测得的结果判断自己的水钟计时是否准确。最后，组

织学生反思，引导学生充分研讨，让他们自己提出改进措施，并

通过对水钟评估与改进，思考“还可以用哪些流动的物体来制作

计时工具？”树立创新意识并进一步了解技术的核心是发明，是

人们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 

  本课的教学让学生经历了一个思考方案—制订计划—实施

方案—检验成果—寻找原因—改进完善的探究活动过程，由此让

他们意识到，一项科学成果要想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就必须不断

反思和改进，逐步完善。 

课后 

作业 

三、选择题。 

3.在制作水钟时，我们要提高水钟计时的准确性，以下措施中能

达到目的的是(  )。 

A.尽量选用大的容器   B．打孔时尽量小   C．保证水流速度

均匀 

参考答案 

三、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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